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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两年升8位 解码济南高新区“成长经”

 “这个春节，我们若干条生产线不停机，二百多名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加班生产。”近日，济南华熙福瑞达生物医药
公司研发部总监黄思玲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刚刚上线三个月的文创口红已卖出了十几万支。

 华熙福瑞达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与它所在的济南高新区的发展走向正相契合。近两年来，济南高新区在156个国
家级高新区排名中表现抢眼，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国家级高新区最新综合排名中，济南高新区位列第11位，实现
了“连续两年每年提升4个位次”的高速发展。

 这样的成绩也引起了当地高层的重视。一个月前，一封来自济南市委市政府的贺信发到了济南高新区，以一种前所
未有的姿态表达着这座副省级城市对“高新区引擎”的肯定。2018年，济南高新区GDP更是首破一千亿元，占到济南
全市的近13%，对该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超22.8%，真正扮演起“增长极”的角色。

 实现纵向和横向上的数据飙升，济南高新区是怎么做到的？新春伊始，科技日报记者走进济南高新区，寻找其“两
年升8位”的成长密码。

 率先改革，探路者分得“超值红利”

 在济南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宏志看来，“这两项成绩的取得与济南高新区实施扩区、承接
市级行政权力、体制机制改革及行政服务效能提升带来的市场主体爆发式增长、财政收入迅速增加等密不可分。”

 要读懂亮眼的榜单，必须先搞清楚榜单背后的“潜台词”——济南高新区位次上的突破是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改
革上的突破开始的。

 选择在2月14日“情人节”当日开工，充分表明着费斯托济南全球生产中心二期项目对济南高新区的情有独钟。两
个月前，从济南市委常委、副市长徐群手里接过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四证”的费斯托济南项目总经理陈宏十分激动。原因之一就是，济南高新区将成为这家德国跨国企
业在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高端产品生产中心；此外，“头天刚中标，第二天签合同，第三天就开工”的效率
之高让人吃惊。

 环顾国内，达到一定规模后的国家高新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共同挑战。当土地“紧箍咒”收紧，生态环境约束加大
，劳力、资金等要素成本上涨，都意味着“要素驱动”难以为继，在政策红利大幅减弱的背景下，高新区怎么办？济
南高新区祭出了改革大招。

 以费斯托项目为例，济南高新区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四证齐发”当日即开工，这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拿地即
开工”。记者了解到，具体到审批上，这里将立项、土地、规划、建设等相关部门整合为一个大局，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实现了建设项目审批全链条的大融合。

 改革，需要“组合拳”，需要“从量变到质变”的摸索和沉淀。

 2016年，济南高新区发展面积扩大至318平方公里，并启动了体制机制改革工作，伴随着“2号章”的使用及承接32
00余项市级行政权力等一系列工作，从2017年的全省首张无介质电子营业执照，到2018年的“互联网+手机APP”全流
程营业执照、全省首张通过微信办理的营业执照、全省第一张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营业执照，再到在全市率先实现
重点工业项目“三证齐发”和“拿地即开工”⋯⋯

 如今，改革的探路者享受到了“超值红利”。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济南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1.55万户，同比增
长45.1%，市场主体总数达到5.7万户。

 生态赋能，三个“千亿级”脱颖而出

 没有驾驶员，方向盘会视情况自动转弯或直行，遇到交通灯和行人会自动刹车、精确停车⋯⋯去年，由中国重汽研
发的全球首台无人驾驶电动卡车实现了在港口的落地实用。在前沿技术领域勇敢探路的同时，今年年初，中国重汽又
与同为驻区企业的浪潮集团一道，跨入了“千亿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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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人关注的是，在两大企业巨头销售收入过千亿的同时，济南高新区的生产总值也突破千亿元。谈及三个“千亿级
”的取得，王宏志深感不易，“就像空气、阳光、水分、土壤、树木是营造一个区域‘生态大森林’的必要资源，我
们在探索生态赋能型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了企业孵化器的理念，旨在构建起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简洁高效的政
务生态、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彰显魅力的自然生态和诚信法治的社会生态，将这个生态化的思路再赋能于企业
和人才，培育出郁郁葱葱的产业大森林”。

 梳理济南高新区的“赋能”案例，核心词“高端人才”必不可少。经济综合实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高素质人才的
比拼。对国内各级高新区来说，这句话已成为共识。如何将共识扎扎实实落地，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魄力和胆识。

 经过再三争取，中科院院士、我国造血干细胞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吴祖泽选择将其掌握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
国际前沿技术放在济南高新区转化，“吴祖泽院士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产业基地”呼之欲出。在石墨烯产业领域，该区
引入诺奖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诺沃肖罗夫的研究机构，并形成产业积聚；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10
多位全球专家学者被高新区聘为国际合作大使⋯⋯近年来，得益于持续改革对生态赋能的正向推动，济南高新区已集
聚院士等国家级人才148人，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省部级人才177人，泉城“5150”引才倍增计划等市级人才2547人。

 与此同时，近两年来，济南高新区聚焦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主
导产业，逐渐打造出“千亿级”产业生态。2017年，济南高新区引进123个项目，其中中国500强项目8个、世界500强
项目8个；2018年至今，引进世界500强项目9个，中国500强项目10个，此外，大数据产业基地、量子谷、山东工研院
“多点开花”，38家企业入围2018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占山东省入围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今，依托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济南高新区正着力打造全国第一家人力资本产业园，探索人才和技术的资本化、
价格化，同时形成了“一行三院”（“一行”即人才银行，“三院”即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和
中科院协同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具有高新特色的“政产学研金服用”北斗七星协同创新体系，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系统和赋能功能。（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朱 琳）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35314.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35314.html
http://www.tcpdf.org

